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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西 徕 人 的 体质 特 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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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儒争 周芳龄 杨顺和 卢为善
3广西中医学院

,

南宁 4 5 6 6 6 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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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 容 提 要

本文报告对广西隆林各族自治县境内的徕人成年居民 人3男性 96 人
,

女性 丸 人7 进

行的活体调查结果
。
结果表明

,

侏人体质特征属中华民族的华南类型
,
与广西壮族及海南岛

黎族有比较接近的亲缘关系
。

徕人是我国的一个待识别民族
。

居住在云贵高原滇黔桂毗邻地区
,

在广西境内主要

分布于隆林各族自治县的长发
、

德峨
、

蛇场
、

’

者浪等乡以及西林县的部分山区。 在隆林各

族 自治县境内的人口 共计 96 人 3隆林各族 自治县概况编写组
,

: ; 7< 徕人语言特殊
,

与

周围其他民族不同
,

但语属待定
。

因而引起国内外一些民族学
、

语言学界人 士的关注
。

这

一待定族体的识别需要该民族体质特征方面的资料
。

同时
, = 、

亨德莱 3 > 7 指出由于

地理屏障的破坏
,

人类的杂交及文化的日益漫延
,

在机会尚未消失的时候
,

很有必要对人
’

7

类的隔离群体进行一系列的人类学研究
。

为此
,

我们于 ? ? 年暑期在隆林各族自治县有

关方面的大力支持下对该县的徕人作了活体调查
。

「
‘ ·

材
‘

料 与 方 法

调查对象是父母均为徕人的成年人
。

其中绝大部分是农民
,

极少数是干部和学生
。

调

查对象的性别及年龄分组见表
。

对每位调查对象的头面部形态特征作了 9 项观察
,

对

头面部及体部形态特征作了 ;4 项测量
。

所用仪器为南 昌市计量仪器厂生产的人体骨
.

骼

表 & 性别年龄分组

年 龄 段

青年组 3 一 5 4 岁7

中年组 359 一 , 6 岁7

老年组 仁46 岁以上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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测量仪
。

按《人体测量方法773 吴汝康
、

吴新智
、

张振标
,

? ; 7一书的标准进行测量
。

测量

中所用的长度单位是毫米
,

重量单位是公斤
。

结 果 与 分 析

3一7 形 态 观 察

观察结果表明
,

徕人的皮肤浅黄褐色 8胡须极少或少 8头发黑色
,

平直较硬 8 眼色深褐 8

内眺褶及上睑皱褶出现率较高 8眼裂开度中等 8 眼裂方向多为外角高于内角或水平 8 鼻根

不高
,

鼻背平直 8额部微斜或直立 8正唇居多
,

中等厚度 8 颧骨突出 8面部扁平
。

3二 7 体 质 测 量

∋

徕人活体测Δ 结果 3见表  7

表  广西隆林傀人活体测Δ 结果

男 3
。 Ε 9 6 7

项 目

变化范围 均 值 标准差 变化范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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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 朱芳武等 Α 广西徕人的体质特征  

续表  

男 3
ϑ Ε 9 6 7 女 3

ϑ Ε 4 7
项 目

变化范围 变化范围 均 值 标准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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徕人头面部及体部 6 项指数 3见表 5 7

表 5 头面部及体部 6 项指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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;
∋

保人头型3按头长耳上头高指数 7分布 3见表 匀

∋

表 4
∋

各类头型的出现率3按头长耳上头高指数7

该衍⋯一一亡份4∋
件人头群铸头宽耳上头高指和分扣见表 ‘7

表 9 二

各类头型的出现率3按头宽耳上头高指数 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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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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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芳武等 Α 广西徕人的体质特征

轰徕人身高的分型 3见表 7

表 , 徕人身高分型
∋ ∋ ∋ ∋ ∋ ∋ ∋ ∋ ∋ ∋ ∋ ∋ , ∋ ∋ ∋ ∋ ∋ ∋ ∋ ∋ ∋ ∋ ∋ ∋ ∋ ∋ ∋ ∋ ∋ ∋ ∋ ∋ ∋ ∋ ∋ ∋ ∋ ∋

Β
∋ ∋ ∋ ∋ ∋ ∋ ∋ ∋ ∋ ∋ ∋ ∋ ∋ ∋ ∋ ∋ ∋ ∋ ∋ ∋ ∋ ∋ ∋ ∋ ∋ ∋ ∋ ∋ ∋ ∋ ∋ ∋ ∋ ∋ ∋ ∋ ∋ ∋ ∋ ∋ ∋ ∋ ∋ ∋ ∋ ∋ ∋ ∋ ∋ ∋ ∋ ∋

自一
讨 论 与 比 较

∋

侏人的种族类型

徕人体质的测量性状与非测量性状情楚地表明
,

徕人的人种学地位属黄色人种南亚

类型
。

’

 
∋

侏人与我国其他民族的类系
‘

男性成年徕人与 4 个汉族组群
、

∋

夕个少数民族头面部 6 项主要测量项 目平均值及

变异范围的比较结果表明
,

徕人明显小于 巧 个汉族组群及 > 个少数民族的项 目是头宽
、

面宽
、

容貌面高
、

形态面宽及下额角间宽
。

其余 4 个项目均比较接近
。

这表明徕人在体质

特征方面既有与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相似的一面
,

又有其民族自身特点的一面
。

为了进一步讨论徕人与我国其他民族的关系
,

本文将男性成年徕人头面部 6 项主要

测量项 目与下列民族作了比较 Α 藏族 3张振标
, ? 4 7

、

基诺族 3陈翁良等 只 ?  7
、

布朗族3郭

良富等
, ?  7

、

哈尼族 3王桂伦等
, 4  7

、

彝族 3夏元敏等
, ?  7

、

苗族3庞祖荫 等
, ? > 7

、

傣族 3吴融酉等
, ?  7

、

瑶族 3吴融酉等
, ?  7

、

壮族 3张振标等
, ? 5 7

、

朝鲜族 3张振标
,

? 9 7
、

柯尔克孜族 3邵兴周等
, ? > 7

、

赫哲族 3施全德等
, ? > 7

、

裕固族 3戴玉景等
, ? > 7

、

景颇族 3李明等
, ? 7

、

黎族3张振标等
, ?  7

、

鄂温克族3陈良忠等
,

? 5 7
、

鄂伦春族3陈

良忠等
, ? 5 7

、

汉族3张振标
,

?4 7
。

图 为徕人与这些民族的系统聚 类图
。

同时还求出

徕人与这些民族间的 + 3Θ 7 值3见表 Ρ
∋

67
。

根据图 及表 6 判断
,

徕人的体质特征与壮族
、

黎族比较接近
,

与彝族
、

景颇族等也

比较接 近
。

从总的趋势看
,

徕人体质特征与我国南部及西南部的少数民族比较接近
,

而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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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&

,五Τ&% Λ ∀ ϑ ∀Δ.Υ Δ = ∀ ∀

徕人与中国 ? 个民族的系统聚类图

ς % = − < . < ϑ Ω ∀ .Λ 五Δ ∀ ∀ ϑ ϑ < Δ .% ϑ < &.Δ .∀ Ξ % ς Ψ 五.ϑ ∀ Ξ∀

我国其他地区的民族相距较远
。

5
∋

徕人的族派

我国民族学家对徕人的簇源尚于一致认 泪
。

太 Ζ 研勿括里丰阳 。 Α , 、 二。一 Ζ

我国南方的少数民簇
,

尤其畏阶耙涯干禽拙茗沐的丽户件 Ζ 二 , Ζ 。。、
、二 芯

二。

几。

才争 右犯 入 角 石汀台匕或习 佰勺声千朴用 去布
Χ
片以 任, 余七玄抹

3 4 年  月  4 日收稿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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